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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家书》

内容概要

1919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携夫人到访日本与中国。本书收录的正是他们在这一年写给美国家
中孩子们的书信。杜威夫妇讲述了他们在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所见所感，这当中既不乏一些有趣的历史
细节，更有杜威对两国时局的深刻反思。尤其重要的事，杜威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所亲历的五
四运动全过程，生动呈现出了这一事件给当时的中国掀起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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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家书》

作者简介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杜威曾于1919年来华访问，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发生
过重大影响。
爱丽丝·Ｃ.杜威 （1859－1927），杜威妻子，188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曾协助丈夫创办芝加
哥大学实验学校，后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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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家书》

书籍目录

序言
日本篇 2月—4月22日
中国篇 4月28日—8月4日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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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家书》

精彩短评

1、国图借阅，看完后对我而言最大的震撼，莫过于一百年过去，日本仍是那个日本，中国也依旧是
那个中国，国民特质丝毫未变。
2、当时日本的繁华显然没有给杜威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说来也对，杜威毕竟是从美国的头
号大城市芝加哥过来的。
3、书信集的叙述很详实，仿佛那个时代的中国和日本都跳动在眼前，推荐！
4、看杜威全集五四前后数年，收获不小。外国人看中国常有通观和比较的眼光，容易注意到中国人
习以为常的东西，替史家做了调查。
5、1919年在日本初春后79天，由涩泽荣一邀请在东京奈良京都镰仓等地演讲考察，对日本戏剧和艺术
家有观察，日食特点尤其是服务之好认为是最文明的国家，日本是面子工程专家，观察到民主制氛围
浓郁而传统势力也强大，过快发展和资源贫乏导致两股势力对决将撕裂政坛，批判美国达到遏制自由
主义的目的；期间的三一运动是朝鲜国王死亡掀起的游行。5月1日到中国，受到留美委员会胡适蒋梦
麟陶行知史量才等欢迎，了解五四运动，后见到孙中山，分析日军图谋中国，强行借款和采煤等经济
控制中国在张网，而英德只顾自己；圣约翰大学学生与校长冲突，杭州城墙正在消失和失学儿童多；
南京贡院也正拆中，北京的颐和园碧云寺和学生游行，尘和灰多干，是蜂箱社会，清华学校北京饭店
协和医院北师大初起崭新，巴黎和约未签字消息，8月去南开，保守主义是智慧和辩证。
6、老弟的书 副书名是我取的 译得很棒
7、一枚简单的五四运动现场切片，让人感动振奋至今。可能是一种基于汉族文明的认同感让我亢奋
激烈，我知道它并不依附仅仅一朝一国，不论 ROC 或者 PRC，它是像所有日本人都服膺尊重的天皇
那样的存在，其他中国人大约也是这样，这是一种超强势的凝聚力。
8、杜威眼中近百年前的中国啊，落后之处触目惊心，好在很多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QAQ
9、“所有人，在种够了给自己以及另一个人做棺材的树之前，不许死。”敏感的局外人。历史的细
节。
10、敏锐如杜威，他者视角下的近代中国～
11、自己翻译的书，1919年，造访日本和中国时的杜威留下的书信集。既有小趣味，也有大视野，杜
威笔下的东京、天皇、孙中山、五四运动，纷至沓来。而且这么多年，这是这批书信材料第一次完整
进入汉语世界。各大网店已经上架，欢迎大家购读、批评。过些天我再写篇文章谈谈这一年的杜威和
中国的缘分吧。
12、胡適先生的老師。對學術只字未提，不過僅1919這個年份，就足以吸引人。歷史充滿執政者的主
觀傾向，但隨著時間推移，反覆審視的時候，尤其通過非官方的不同角度，就會有不同的思考。這本
書另一個巨大亮點是中日同時期的對比，杜威夫婦對日本看法的前後轉變頗耐人尋味。對日本的研究
最近也變成了我興趣之所在。
13、杜威还是很有远见的。
14、“不要相信所谓的中国已经革命了，现在它是一个共和国的说法，那不过是我们在美国被灌输的
说法”
15、刘幸博士的译著，很用心，注释也完备。曾在东大一见，告我译事之艰辛，这样一本小书，也陆
陆续续花了大半年时间打磨，译文非常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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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家书》

精彩书评

1、1919年5月1日早晨，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在上海的寓所里醒过来。三天前，他和夫人爱
丽丝·杜威刚刚在日本搭上“熊野丸”号邮轮，经过两昼夜的航行，于前一天抵达上海。这一天，杜
威继续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讲述自己的东方见闻：“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但现在还谈不上什
么印象，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将上海和底特律、密歇根比较了一番，除了没有
那么多的烟囱外，也描述不出来太大的差别。不夸张地讲，上海已经是一个国际化都市了，但是我还
没有领会到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华，
原本谈不上什么周密的计划。爱丽丝患有抑郁症，杜威想带妻子出去散散心，恰好又拿到了哥伦比亚
大学的休假，索性便走得远一些，直奔东半球而来。他早些年结识的一些日本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请
他到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又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于是，杜威的日本之行便有了声势。杜威原来在美国
的学生，此刻已经是中国风云人物的胡适、陶行知、郭秉文等人获悉了这一消息，也延请杜威趁此机
会到中国一游。由此，杜威夫妇在结束日本之行后，才乘船赶赴上海。多半是因为舟车劳顿，5月1日
的这封家信写得并不长。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绝难料想，从那时候起，他将要在这个“还谈不上什么
印象”的中国滞留长达两年零两个月，行遍十一个省，在各地举行大小两百余场演讲。杜威将带动着
实用主义思潮，尤其经过胡适等人的发酵，席卷整个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老一辈的蔡尚思先生曾
回忆说，当日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无不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在于
，杜威本人在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所思所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断延长这趟计划外的旅行，并最终
使之演变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谈得很少的。原因之一大
概就是杜威等当事人亲自回顾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不足，仅存的那些又往往流于面上的客套话。
但这种不足一定程度上源于疏忽，因为杜威滞留中国以及日本期间，其实留下了丰富的书信材料，开
头所引正是其中之一。只是这批书信一直没有汉译本，久而久之便湮没了。事实上，刚到东京，杜威
夫妇就开始用书信给子女们介绍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毕竟，就当时而言，要从美国到东亚来，需
要在海上飘荡大半个月，大多数美国人对这片异域世界都抱着一种遥远又陌生的好奇心。东京的喧闹
、女儿节的人偶、商店里的周到服务、壮丽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园，都被杜威一一记在了笔端。
还有日本人接二连三的鞠躬，让杜威连连赞叹这个“奇异得近乎一半都是魔法的国度”。日本朋友是
以高规格招待杜威的，杜威也投桃报李，精心准备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这就是后来他的名作《
哲学的改造》一书的雏形。然而，在3月5日的家书里，他开篇就说：“我现在已经举行了三次演讲。
他们真是很耐心的民族，还有很可观的听众，大概五百人左右。”可是根据记载，杜威的第一讲，其
实到场了一千余人，可见人数是逐次减少的。将杜威的在日演讲形容为高开低走，只怕并不为过。明
治以来的日本，效法的是德国，思想学术也是唯德国马首是瞻。杜威所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
第一次试图融入日本的时候，折戟沉沙了。不过，相对于这一点，更让杜威感到忧虑的是高度集权的
天皇制下，日本社会中的隐约可见压制和束缚。杜威明确地感知到，明治维新以来狂飙突进的日本“
如此迅猛地跻身于第一流的国力，以至于在许多方面都毫无准备”，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使之成
为“一个统一且现代化的日本的象征”，但这种天皇崇拜，又反过来“成了压在日本人身上摆脱不掉
的东西”。譬如按照当时的《教育敕语》，学校要培养的是为国尽忠的“臣民”，因此许多师生甚至
为了救下火灾中天皇的相片而牺牲。面对这样的故事，杜威在家书里写满了愤慨。当然，杜威的日本
之行只有两个月。就在他刚刚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时，他又和妻子来到了中国。事实上，在到中国
后的第一封家书里，他就说：“我饶有兴趣地想要知道，在这个真正意义上非常古老的国家，人们是
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样大量讨论‘万世一系’。”所谓万世一系，指的正是天皇制。当时的中国人显然
没有那么重的精神包袱，反而让杜威觉得“很有人情味”。和善，爱笑，这是杜威对中国人的印象。
但这种和善的反面，又往往近于犬儒。1919年的中国，北洋政府当道，谁也不知道国势将走向何方。
杜威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谁知道呢”。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涣散。走在南京街头，杜
威眼看着无数没有学上的孩子，长着一张张老成的脸，无所事事地晃荡在街头。谈及此事，他在家书
里流露出的那种痛心感，到今天都格外扎眼。如果说日本是一个极端，那中国未免不是另一个极端。
就在这个当口，一件改变中国近现代史轨迹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
败刺激了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5月4日，众多学子聚集天安门，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
贼”的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各界响应，罢工罢市，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
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只是五四当天的游行活动，更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连续事件。从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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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家书》

杜威第一次在家书中谈及北京的风波开始，之后的家书里，他就持续不断地关注着运动的走向。五四
时期走上街头的学生。北洋政府的压制和普通民众的淡漠一度让运动走入低潮，但杜威始终坚信学生
们的韧性。果然，这一次学生们以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民族的重任。6月，运动进入高潮。杜威夫妇
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拒签条约、保障自由。他们更是不忘运用自己
学来的知识改造社会。杜威在家信里说，“学生们曾经钻研过日本的进口商品里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资
本，而直接用手工劳动来代替。等他们钻研成功之后，他们就去商店，告诉大家如何制造，如何贩卖
，同时还发表演讲。”而后，北洋政府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甚至一度将北大校舍变作临时拘留所
。但学生们对监禁全无畏惧，纷纷向学校涌来，“并且加强了四出演讲的活动⋯北京当局不能再拘捕
更多的学生，只好驱散深深受感动的听众”。到这时候，杜威就敏锐地感觉到，“总体来说，警察的
溃败已经是注定的了”。不久，天平果然开始向学生一方倾斜。6月10日，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
罢免令公布。各界人士继续抗争，终于使得驻巴黎的代表团28日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
”告以圆满结束。7月2日，拒绝签字的消息得到确证，杜威极其兴奋地在家书里写道：“今天的新闻
就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这条新闻真是太好了，都不像是真的。”两天后，他又在家书里
感叹：“你们想象不到，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整个政府之前都是支持此事
的——总统在签字的十天前还说签字是必要的。这是公众意见的胜利，一切都是由这些学校里年轻的
男孩女孩们推动的。毫无疑问，当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美国应当感到羞愧。”“五四运动”让
中国的民族意识达到了顶点，也极大地冲击了国民性中犬儒怯弱的弱点，学生们昂扬的姿态更展示了
一种全新的国民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发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慨：“我们正亲眼见证着
一个国家的诞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杜威和中国的感情日益浓厚，他看到了自己长期以来倡导
的“民主教育”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生根发芽的可能。由此，他才推迟了返美的时间，积极投身到在华
的讲学中去。1920年，杜威的子女们将这批家书整理为《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出版。杜威的女
儿在序言中说：“中国此刻正在为统一而独立的民主制度而斗争，杜威夫妇也沉浸其中⋯此刻，他与
夫人杜威仍在中国。他们两人都在演讲、参会，热切地将一些西方民主的实情传递给这个古老的中华
帝国。反过来，他们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体验。正如这些家书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将这段体验视为对
自己人生的一次大丰富。”显然，杜威倾注在家书中的炙热感情，远在美国的子女们感受到了。杜威
一生勤奋而高产，这批逐日写成的家书合计十余万字，忠实而细致地呈现了杜威在这趟东亚之行中所
经历的思想转折。更有无数鲜活的历史细节，在今天看来尤显珍贵，无论是供一般读者了解百年前中
日两国的风貌，还是供专业学者研究当日的政局、教育或社会舆论都颇有助益。可惜的是，这批书信
材料虽然早在几乎一百年前就面世了，但主要还是在英语世界里流传。在日本，偶见学者引用，但没
有日文译本，大家多是淡漠视之。70年代，台湾有位王运如先生编译了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章节，可
惜受制于时局，此书的影响极为有限，如今甚至连原书也不易见到了。今天，当这批弥足珍贵的第一
手资料第一次完整地进入汉语世界后，我们仿佛可以随着1919年杜威夫妇那风尘仆仆的身影，重新回
到那个激荡人心的五四时代，感受到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迸发而出的民族感情和时代强音。（刊载
于2016年9月10日《新京报》，刊发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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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杜威家书》的笔记-第196页

        「维持现状就是中国的显著特征，大多数是现状，还有一点点是维持。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包括『
谁知道呢』、『就这样吧』，我还要再补充一条，那就是『糟透了』。他们不会去解决问题，只是很
自在地把弱点和糟糕的地方都暴露出来，然后极其平静又客观地说，『糟透了』。」表示内容是对原
文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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